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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 
 

医用电子体温计注册技术审查指导原则 
（2017 年修订版） 

 
本指导原则旨在指导和规范医用电子体温计类产品的技术

审评工作，并为注册申请人提交医用电子体温计产品申报资料提
供具体指导。 

本指导原则所确定的核心内容是在目前的科技认识水平和
现有产品技术基础上形成的，因此，审评人员应注意其适宜性，
密切关注适用标准及相关技术的最新进展，考虑产品的更新和变
化。  

本指导原则不作为法规强制执行，不包括行政审批要求。注
册申请人应在遵循相关法规的前提下使用本指导原则。 

一、适用范围 
本指导原则适用于以直接接触方式间歇监控人体被测部位

体温的医用电子体温计类产品，测量部位包括口腔、腋下或肛门
等。根据《医疗器械分类目录》类代号为 6820。 

本指导原则范围不包含红外体温计等间接测量法体温计、连
续测量体温设备（结构形式及性能指标与本指导原则产品有较大
差异）及带有测量体温功能（仅辅助功能）的其他设备，但在审
查这些设备时也可参考本原则部分内容。 

二、技术审查要点 
（一）产品名称要求 
医用电子体温计产品的命名应采用《医疗器械分类目录》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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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中的通用名称，如：医用电子体温计。应符
合《医疗器械通用名称命名规则》（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
令第 19 号）等相关法规的要求。 

（二）产品的结构和组成 
医用电子体温计一般由探测器（探头保护套附件）、传感器、

CPU 控制模块、显示模块、提示音模块、电源供应模块组成。 
产品结构框图如下：  

 

图 1 产品结构框图 

 

 
 

 

 

 

 

 

图 2 产品图示举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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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产品工作原理/作用机理 
申请人应详细说明产品的工作原理。 
医用电子体温计的工作原理一般为：放置在测量部分顶端的

热敏电阻作为温度传感装置，当外界被测热源的温度发生改变
时，热敏电阻的阻值将随之改变，内部微处理器对测量回路中热
敏电阻的阻值变化，进行换算、处理、修正后，将测量温度以数
字的形式在显示屏上显示出来，同时蜂鸣音响，测量过程结束。 

1.实测式的医用电子体温计原理如下： 
当检出温度在一定值以上时（比如 32℃），实测式体温计

的测定程序开始，体温计显示实际检测到的温度。当体温计在一
定时间内（比如 8 秒）检测到的温度不再上升时，提示音响起，
此时体温计所显示的温度值即为实测的温度。 

 

 

图 3 实测式医用电子体温计的温度上升示意图 

 

2.预测式的医用电子体温计原理如下： 
当检出温度在一定温度以上时（比如 30℃），且温度以一

定的速率上升时，体温计的测定程序开始工作。之后，体温计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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续测温，体温计内部的微机能根据从临床得到的体温上升曲线，
预测并演算平衡温度。经过一定时间后，当温度上升趋于稳定，
每一单位时间内体温计检出温度的上升速率在规定值以下且预
测值稳定，此时预测成功的提示音响起，体温计此时显示的温度
即为预测温度。若在预测提示音响后继续测定，温度检测与预测
演算也将继续进行，再过一段时间后，体温计开始显示实测温度
（即体温计实际测得的最高温度）。当最后检测完成时，提示音
响起，此时体温计显示的温度值即为实测的体温。 

 

 

图 4 预测式医用电子体温计的温度上升示意图 

因该产品为非治疗类医疗器械，故本指导原则不包含产

品作用机理的内容。 

（四）注册单元划分的原则和实例 
如产品的工作原理相同，其结构组成、性能指标和适用范

围符合以上描述的电子体温计产品，原则上可作为同一注册单
元。产品技术结构、性能指标存在差异的可作为不同型号，
如：防水型和非防水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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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同测量部位的产品可作为同一注册单元，但应作为不同
型号，并应在型号规格描述中明确相应的测量部位。 

（五）产品适用的相关标准 
产品适用的相关标准如表 1 所示。 

 

表 1 相关产品标准 

标准号 标准名称 

GB/T 191-2008 《包装储运图示标志》 

GB 9706.1-2007 《医用电气设备 第 1 部分：安全通用要求》 

GB/T 9969-2008 《工业产品使用说明书 总则》 

GB/T 14710-2009 《医用电气设备环境要求及试验方法》 

GB/T 16886.1-2011 
《医疗器械生物学评价 第1部分：风险管理过程中的

评价与试验》 

GB/T 16886.5-2003 《医疗器械生物学评价 第5部分：体外细胞毒性试验》 

GB/T 16886.10-2005 
《医疗器械生物学评价 第10部分：刺激与迟发型超敏

反应试验》 

GB/T 21416-2008 《医用电子体温计》 

YY/T 0316-2008 《医疗器械 风险管理对医疗器械的应用》 

YY/T 0466.1-2009 
《医疗器械 用于医疗器械标签、标记和提供信息的符

号 第1部分：通用要求》 

YY 0505-2012 
《医用电气设备 第1-2部分：安全通用要求 并列标准：

电磁兼容 要求和试验》 

注: 正文中引用的上述标准以其标准号表述。 



—— 58 — 
 

上述标准包括了产品技术要求中经常涉及到的标准。不包括
根据产品的特点所引用的一些行业外标准或其他标准。  

产品适用及引用标准的审查可以分两步来进行。首先对引用
标准的齐全性和适宜性进行审查，也就是审查产品技术要求中与
产品相关的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是否进行了引用，以及引用是否
准确。应注意引用标准的编号、名称是否完整规范，年代号是否
有效。其次对引用标准的采纳情况进行审查。即所引用的标准中
的条款要求，是否在产品技术要求中进行了实质性的条款引用。
这种引用通常采用两种方式，文字表述繁多内容复杂的可以直接
引用标准及条文号，比较简单的也可以直接引述具体要求。 

（六）产品的适用范围/预期用途、禁忌症 
产品具体适用范围应与申报产品功能、临床应用范围相一

致。医用电子体温计的预期用途一般可限定为：供家庭和医疗部
门测量人体体温使用。医用电子体温计产品尚未发现明确的禁忌
症要求。 

（七）产品的主要风险 
医用电子体温计的风险管理报告应符合 YY/T 0316-2008 标

准中的相关要求，判断与产品有关的危害估计和评价相关风险，
控制这些风险并监视风险控制的有效性。 

1.危害估计和评价 
（1）与产品有关的安全性特征判断可参考 YY/T 0316-2008

的附录 C； 
（2）危害、可预见的事件序列和危害处境可参考 YY/T 

0316-2008 附录 E、I； 
（3）风险控制的方案与实施、综合剩余风险的可接受性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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价及生产和生产后监视相关方法可参考 YY/T 0316-2008 附录 F、
G、J。 

2.产品的危害示例 
（1）能量危害 
电磁能：可能共同使用的设备（移动电话、电磁炉、微波炉

等）对电子体温计的电磁干扰，静电放电对电子体温计产生干扰，
电子体温计产生的电磁场对可能共同使用的设备的影响等。 

漏电流：可触及金属部分、外壳、应用部分与带电部分隔离
/保护不够，漏电流超出允许值，导致人体感觉不舒服。 

坠落：坠落导致机械部件松动、导致测量错误、误差过大或
显示异常等。机体从高处落下、被践踏使显示屏没有显示导致不
能测量。 

（2）生物学和化学危害 
生物学：与病人（家庭）共用，消毒不彻底导致感染；使用

造成人体过敏；外壳材料不符合生物学要求，造成人体伤害。 
化学：使用的清洁剂和消毒剂的残留引发的危害，反复多次

使用清洁剂和消毒剂引起的开裂等。 
（3）操作危害 
不正确的测量结果： 
电池电压过低，不能正常测量或测量不准。按下 OFF 按钮

不能关机或不能自动关机使电池使用寿命降低； 
使用错误： 
测量部位不当造成不能正确测量；被测者体动造成测量不准

确；使用时的环境温湿度不符合要求；体温计处于测定中或待机
中时按开始按钮导致不能正确测温；测量过程中体温计移动导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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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能正确测温；探测器没有与测温部紧密接触导致测温不准确；
测温没有结束前取出体温计导致不能正确测温；运动、饮食、入
浴后马上测量导致测温异常；两次测量间隔时间过短，探测部未
充分冷却导致不能正确测温；产品进液导致产品损坏。 

（4）信息危害 
标记缺少或不正确，标记的位置不正确，不能被正确地识别，

不能永久贴牢和清楚易认等。 
包括说明书中未对限制充分告知，未对不正确的操作、与其

他设备共同使用时易产生的危害进行警告，未正确标示储运条
件，消毒方法等。 

 

表 2 初始事件和环境 

通用类别 初始时间和环境示例 

不完整的要求 

性能要求不符合 

——测温时间、准确性等不符合要求 

说明书未对体温计的测量部位、消毒方法进行说明 

制造过程 

控制程序（包括软件）修改未经验证，导致产品的测量

误差不符合要求 

生产过程中关键工序控制点未进行检测，导致部件、整

机不合格 

供方的控制不充分：外购件、外协件供方选择不当，外

购件、外协件未进行有效进货检验等 

运输和贮藏 不适当的包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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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恰当的环境条件等 

环境因素 

过冷、过热的环境 

不适当的能量供应 

电磁场等 

清洁、消毒和灭

菌 

对体温计的清洗、消毒方法未经确认 

使用者未按要求进行清洗、消毒等 

处置和废弃 产品或电池使用后处置问题等 

人为因素 

设计缺陷引发的使用错误等 

——易混淆的或缺少使用说明书 

——不正确的测量和计量 

失效模式 
由于老化、磨损和重复使用而导致功能退化/疲劳失效

（特别是医院等公共场所中使用时）等 

 

表 3 危害、可预见的事件序列、危害处境和可发生的损害之间的关系示例 

危害 可预见的事件序列 危害处境 损害 

电磁能量 

在强电磁辐射源边使

用电子体温计测量 

电磁干扰程序

运行 

测量错误、测量结

果误差过大 

静电放电 干扰程序运行 
导致测量结果误差

过大或数据擦除 

漏电流 产品漏电流超标 
外壳、金属帽与

带电部分隔离/保

漏电流超出允许

值，导致人体感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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危害 可预见的事件序列 危害处境 损害 

护不够  不舒服 

热能 电池漏液 使用环境过热 
产品损坏，严重时

起火 

机械能 

体温计摔落、践踏后

使体温计破损 

造成体温计外

壳出现锋棱 
被体温计划伤 

测温部位因受外界影

响温度偏低 

体温计没有进

入测温状态 

导致不能正确测

温 

坠落导致机械部件松

动 
体温计破损 

导致测量错误、误

差过大或显示异

常等 

机体从高处落下、被

践踏 
液晶屏破碎 

使显示屏没有显

示导致不能测量 

不正确的测

量 

（1）测量部位不正确 

（2）测量方法不当 

体温计无法测

得人体真实体

温 

测量误差过大，严

重时延误治疗 

生物学 
使用有生物相容性不

良的材质制作探测器 
人体接触 皮肤过敏、刺激 

化学 

长时间不使用的电池

未经取出，造成电池

漏液 

电路腐蚀 
设备故障，无法工

作 

操作错误 
环境温度过低或过

高 

体温计显示报

警信号 

测量值误差过大，

测量失败，严重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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危害 可预见的事件序列 危害处境 损害 

测量过程中体动 
体温计与人体

没有紧密接触 

延误治疗 

测量时被测者活动，

说话 

体温计与人体

没有紧密接触 

测量未完成时，将体

温计取出 

体温计测温时

间不足 

不完整的说

明书 

未对错误操作进行说

明 
见“操作错误” 

测量值误差过大，

测量失败，严重时

延误治疗 

不正确的消毒方法 

使用有腐蚀性

的清洁剂、消毒

剂 

产品部件腐蚀，防

护性能降低 

不正确的产品贮存条

件 

器件老化，部件

寿命降低 

产品寿命降低，导

致测量值误差过

大 

（八）产品技术要求应包括的主要性能指标 
医用电子体温计产品有直接对应的国家标准 GB/T 

21416-2008，对产品本身明确了要求，不同企业可根据自身产品
的技术特点制定性能指标要求，但不得低于相关强制性国家标
准、行业标准的要求。如标准中有部分条款不适用，企业应提交
编制说明充分阐述不适用的原因。 

根据产品的主要功能和预期用途，产品的技术指标主要包括
温度显示范围、分辨力、最大允许误差、重复性、电气安全性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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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电磁兼容性能等。产品技术要求中应明确产品的软件版本信
息。 

1.外观与结构要求 
1.1 体温计外形应端正、表面应光亮整洁、不得有锋棱、毛

刺、破损和变形。 
1.2 体温计控制面板上文字和标志应准确、清晰、牢固。 
1.3 显示屏的显示字迹应无乱码、错码和缺笔画现象。 
1.4 体温计探测器的顶端应平滑、边缘无毛刺。 
1.5 体温计的控制和调节机构应灵活可靠，紧固件应无松动。 
2.温度显示要求 
2.1 显示范围 
温度显示范围不窄于 35.0℃—41.0℃。 
2.2 分辨力 
分辨力应为 0.1℃或更小。 
2.3 最大允许误差 

体温计的最大允许误差见表 3。 
 

表 4 温度显示范围及其最大允许误差（单位为摄氏度） 

温度显示范围 最大允许误差 

低于 35.3 ±0.3 

35.3—36.9 ±0.2 

37.0—39.0 ±0.1 

39.1—41.0 ±0.2 

高于 41.0 ±0.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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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4 重复性 
重复性误差 S≤0.2℃。 
3.提示功能要求 
3.1 测量完成提示功能 
体温计在测量值达到稳定时，应有提示信号或标记。 
3.2 低温和超温提示功能 
体温计应有低温和超温提示功能，当体温计超出温度显示范

围时，应发出提示信号。 
3.3 低电压提示功能 
体温计的电压低于额定值的 90%（或满足注册申请人提出的

低电压值，但不应高于额定值的 90%）时，应出现低电压提示标
记。 

4.测量时间要求 
体温计的测量时间应满足注册申请人的规定。 
5.记忆功能要求 
体温计应具有至少记忆一次测量体温数据的功能。 
6.自动关机功能要求 
体温计应具有自动关机功能。 
7.与患者接触的探测器要求 
7.1 防水功能 
具有防水功能的体温计，通过防水试验后，应能正常工作。 
7.2 抗拉强度 
体温计的探测器应能承受 15N 的静态轴向拉力，持续 15s

而不脱离。 
7.3 耐腐蚀性能 



—— 66 — 
 

体温计的探测器应有良好的耐腐性能。 
8.与探头保护套配合性能（如适用） 

如产品可与探测器保护套配合使用，应明确配合使用的保护
套品名规格。对体温计性能的评价应与保护套配合一起评价。 

9.材料要求 

体温计的传感器、外壳及其不能任意处置的附件（若有）应
能承受生物和物理的清洗，并且不应出现功能退化的现象。 

10.安全要求 

应符合 GB 9706.1-2007 的要求。 

11.电磁兼容性 

应符合 YY 0505-2012 的要求。 

12.环境试验要求 

体温计应符合 GB/T 14710-2009 中气候环境试验Ⅱ组、机械
环境试验Ⅱ组的要求。运输试验应符合 GB/T 14710-2009 中第 3

章的要求。电源适应能力试验应符合直流内部电源 d.c.额定值
（1+5%）V 和 d.c.额定值（1-10%）V 的要求。 

产品的试验方法应根据技术性能指标设定，试验方法一般应
采用已颁布的标准试验方法，如果没有现行的标准试验方法可采
用时，规定的试验方法应具有可操作性和可再现性。性能要求的
检测主要参照 GB/T 21416-2008，电气安全性能的检测主要参照
GB 9706.1-2007，电磁兼容性的检测主要参考 YY 0505-2012。 

（九）同一注册单元内注册检验代表产品确定原则和实例 
同一注册单元应按产品风险与技术指标的覆盖性来选择典

型产品。典型产品应是同一注册单元内能够代表本单元内其他产



— 67 —— 
 

品安全性和有效性的产品,应考虑功能最齐全、结构最复杂、量
程最大、测量精度最高、风险最高的产品。同一注册单元中，若
性能指标不能互相覆盖，则典型产品应为多个型号。 

举例： 

具有不同辅助功能的电子体温计可作为同一注册单元。如相
同测温功能的两种电子体温计，一种测温部防水，一种完全防水，
完全防水电子体温计选作典型样品。 

（十）产品生产制造相关要求 
1.根据该电子体温计产品方案，明确产品工艺流程，要求企

业提交工艺流程图，标明产品关键工序和过程控制点。如：产品
的主要工艺流程主要传感器焊接、校温电阻测试、机芯组装、温
度测试等工序，其中传感器焊接、校温电阻测试、机芯组装为关
键工序。 

2.应要求企业提交研制、生产场地的相关信息，如：场地平
面图。如有多个研制、生产场地，应当概述每个研制、生产场地
的实际情况。 

（十一）产品临床评价细化要求 
根据《关于发布免于进行临床试验的第二类医疗器械目录的

通告》（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通告 2014 年第 12 号）（以
下简称《目录》），“产品名称：医用电子体温计（不包括预测
模式体温计），分类编码：6820”包含在免于进行临床试验的第
二类医疗器械目录中，申请人需按照《医疗器械临床评价技术指
导原则》（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通告 2015 年第 14 号附件）
及相关的文件要求提交临床评价资料。具体要求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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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提交申报产品相关信息与《目录》所述内容的比对资料； 

2.提交申报产品与《目录》中境内已上市同品种医疗器械的
比对说明，进行比对并提供数据的内容应当包括但不限于：预期
用途、基本原理、与人体接触部分的制造材料、使用方法、产品
结构、测量部位、测量方式、主要技术指标、关键部件（探测器、
传感器、CPU 控制模块）、其他功能等，并提供相应支持性资
料。具体可参见附录 1。 

3.预测式医用电子体温计可通过同品种医疗器械的对比进
行临床评价，也可以按相关法规要求进行临床试验。 

（十二）产品的不良事件历史记录 
国外暂未见相关报道。国内未见严重不良事件报道，现有报

告均为一般事件，除 1 例在医院使用外，其余均是家庭用。事件
主要表现有：无法测量体温、外表毛刺、开关不灵活、提示声音
听不清、显示屏字不全、测量值不准等。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主
要有：开关处有异物、电池耗尽、个别元件松动或需换置、湿度
过大的环境放置过久造成测量不准确、超过产品可使用的环境温
度无法工作、不具防水功能的进水造成无法使用等。申请人在风
险分析时应关注同品种产品的不良事件历史记录。 

（十三）产品说明书和标签要求 
产品说明书和标签的编写要求应符合的说明书和标签应符

合《医疗器械说明书和标签管理规定》（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
总局令第 6 号）、GB/T 21416-2008、YY 0466.1-2009 中的相关
要求，说明书、标签的内容应当真实、完整、科学，并与产品特
性相一致，文字内容必须使用中文，可以附加其他语种。说明书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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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签中的文字、符号、图形、表格、数据等应相互一致，并符合
相关标准和规范要求。 

1.标签要求 

产品标签内容应符合《医疗器械说明书和标签管理规定》（国
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6 号）中第十三条的要求。 

2.说明书 

每一个小包装都应附带说明书，说明书应符合《医疗器械说
明书和标签管理规定》（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6 号）
中第十一、十二条要求，并应包括以下内容。 

（1）温度显示范围、温度单位、最大允许误差、测量时间、
正常工作和贮存条件。 

（2）被测对象的身体部位。 

（3）说明书中应包括对使用警告总结的章节。 

（4）介绍如何进行使用前检查，获取帮助服务的渠道、标
准操作程序、常规维护及清洗方法建议。 

（5）对于家用电子体温计指出：详细测量方法，至少包括
测量位置、在测量之前恰当的休息时间，并声明应有专业人士解
释测量所得的体温值。 

（6）提示用户，测量者的姿势以及身体状况会影响体温测
量。 

（7）声明如果在注册申请人指定的温度和湿度范围外储存
或使用，系统可能无法达到声称的性能（注册申请人指定的温度
和湿度范围应一并在声明中给出）。 

（8）推荐使用的消毒程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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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9）医用电子体温计检测温度持续 16 秒或其他时长（如 8

秒、32 秒等）不发生变化时（或上升斜率在规定值以下），发
出蜂鸣提示，此时测温值为预测的人体平衡温。使用者如果想要
得到更精确的体温值，应继续测温，体温计会适时更新温度显示，
直至达到实际的人体平衡温度（实测平衡温），这个过程口腔一
般需要 3—5 分钟，腋下需要 5—10 分钟，因此此前发出蜂鸣提
示时显示的温度值与人体平衡温度值可能存在偏差，产品说明书
中应对此予以提示，给出不同测量部位的预测测温时间和实测测
温时间，防止患者误解。 

（10）使用说明书应向使用者或操作者提供有关存在于该设
备与其他装置之间的潜在的电磁干扰或其他干扰的资料，以及有
关避免这些干扰的建议，如:明确不要在强电磁条件下使用。 

（十四）产品的研究要求 
1.产品性能研究 

应当提供产品性能研究资料以及产品技术要求的研究和编
制说明，包括功能性、安全性指标以及与质量控制相关的其他指
标的确定依据，所采用的标准或方法、采用的原因及理论基础。
如：显示范围、分辨力、最大允许误差、重复性等主要性能要求
按 GB/T 21416-2008 中相关要求确定。 

2.生物相容性评价研究 

（1）产品生物相容性评价依据为 GB/T 16886.1-2011、GB/T 

16886.5-2003、GB/T 16886.10-2005 标准。 

（2）体温计为与人体皮肤、黏膜短期接触器械，接触的部
件为探测器，该部件一般采用不锈钢材料制成（如产品包含与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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测器保护套，则该附的生物相容性需一并考虑）。 

（3）实施或豁免生物学试验的理由和论证可参照《医疗器
械生物学评价和审查指南》中相关要求。 

（4）根据生物学试验结果或已有信息（包括材料、文献资
料、体外和体内试验数据、临床经验）判断与人体接触部分材料
是否具有安全的生物学特性。 

3.灭菌/消毒工艺研究 

体温计属于终端用户消毒产品，根据 GB/T 21416-2008 标准
第 4.12 条的要求确定其消毒方法，如：使用水溶性清洁剂或 75%

的医用酒精擦拭探测器及其他部位。 

4.产品有效期和包装研究 

（1）体温计应根据《医用电子体温计校准规范》（JJF 

1226-2009）标准要求进行复校，间隔时间最长不超过 1 年。 

申请人还应提交产品使用期限的验证资料。 

（2）包装要求应符合 GB/T 21416-2008 标准第 7.3 条要求。 

5.软件研究 

软件研究资料项目参见《医疗器械软件注册申报资料指导原
则》的相关要求，软件安全级别按照《医疗器械软件 软件生存
周期过程》（YY/T 0664-2008）标准进行判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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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录 1 

 

实质性等同判定表 
 

（公司）（申报产品 A）（型号）与（公司） （等同产品 B） 
（型号）  对比说明： 

一、A 和 B 产品分别综述，综述内容包括：预期用途、产
品结构、工作原理、测量部位、测量方式、主要技术指标、关键
部件（探测器、传感器、CPU 控制模块）、其他功能等内容。 

二、对照表 
附表 1  A、B 产品关键参数、关键部件的描述对比 

对比项目  等同否 产品 A 描述 产品 B 描述 备注（差异） 

适用范围        

标识        

结构组成        

工作原理     

测量部位     

测量方式     

传感器        

信号处理与显示        

电源        

与人体接触部分材料        

测温范围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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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环境        

准确度        

精确度        

测温时间        

其他功能        

注：斜体部分可以不完全一致，但要满足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要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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医用电子体温计注册技术审查指导原则 
  编写说明 
 

一、指导原则修订的背景和目的 

（一）修订背景  
随着新的《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》及配套法规的发布和实

施，以及与此类产品相关的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的修订改版和相
关新标准的发布，同时按照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要求，需
要对本指导原则进行修订。 

（二）修订目的 
1.本指导原则修订的目的是为了能够满足新法规、新标准的

要求，并用于指导和规范医用电子体温计产品注册申报过程中审
查人员对注册材料的技术审评。 

2.本指导原则旨在让初次接触该类产品的注册审查人员对
产品机理、结构、主要性能、预期用途等各个方面有个基本了解，
同时让技术审查人员在产品注册技术审评时把握基本的要求尺
度，以确保产品的安全、有效。 

3.本指导原则中的医用电子体温计是根据 GB/T 21416-2008

标准中定义的医用电子体温计，即是直接接触方式间歇监控人体
被测部位体温的医用电子体温计类产品，测量部位包括口腔、腋
下或肛门等。 

4.本指导原则中的术语、定义采用 GB/T 21416-2008 标准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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术语和定义。 

二、指导原则修订的依据 

（一）《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650 号） 

（二）《医疗器械注册管理办法》（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
总局令第 4 号） 

（三）《医疗器械临床试验规定》（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
总局令第 5 号） 

（四）《医疗器械临床评价技术指导原则》（国家食品药品
监督管理总局通告 2015 年第 14 号） 

（五）《医疗器械说明书和标签管理规定》（国家食品药品
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6 号） 

（六）《关于发布医疗器械产品技术要求编写指导原则的通
告》（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通告 2014 年第 9 号） 

（七）《关于公布医疗器械注册申报资料要求和批准证明文
件格式的公告》（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公告 2014 年第 43

号） 

（八）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关于印发《境内第二类医疗器械注
册审批操作规范的通知》（食药监械管〔2014〕209 号） 

（九）《医疗器械通用名称命名规则》（国家食品药品监督
管理总局令第 19 号） 

（十）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发布的其他规范性文件 

（十一）现行的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 

三、指导原则主要修订内容 

（一）产品适用相关标准：依据产品技术要求的编写要求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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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品性能要求，修改了产品适用的相关标准，去除了《计数抽样
检验程序 第 1 部分：按接收质量限(AQL)检索的逐批检验抽样
计划》（GB/T 2828.1-2012）、《周期检验计数抽样程序及表（适
用于对过程稳定性的检验）》（GB/T 2829-2002）和《医用电气
设备 第 1-8 部分：安全通用要求 并列标准：通用要求 医用电
气设备和医用电气系统中报警系统的测试和指南》（YY 

0709-2009）。 

（二）按照新发布的《医疗器械注册申报资料要求》补充修
改了相应内容，增加了研究性资料内容。 

（三）产品主要技术指标：去除了技术指标中的生物相容性
要求，生物相容性的具体要求在研究资料中体现。 

（四）产品临床评价：按照《关于发布免于进行临床试验的
第二类医疗器械目录的通告》（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通告
2014 年第 12 号）和《医疗器械临床评价技术指导原则》（国家
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通告 2015 年第 14 号附件）及相关文件要
求对临床评价资料进行了明确。 

（五）产品说明书和标签要求:按照《医疗器械说明书和标
签管理规定》（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局令第 6 号）、GB/T 

21416-2008、YY 0466.1-2009、GB 9706.1-2007 和 YY 0505-2012

的要求对说明书和标签内容进行了修订。 

四、指导原则制修订单位 

浙江省医疗器械审评中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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